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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言

1952年11月11日，在法国巴黎凯旋门广场举行的纪念第一次世界大战胜利的阅兵式上，从外务省条约
局长位子上刚刚卸任的西村熊雄与邻座的丹麦驻法大使有过一段耐人寻味的对话。
当丹麦大使问到日本对二战的感想时，西村这位媾和期间在外交一线冲锋陷阵、内心埋藏着谈判诸多
秘密的外交高官在一番沉思之后才郑重答道：“那就是不要进行战争，特别是不能打败仗。
”这一回答，让丹麦大使一脸错愕，无言以对。
二十年后，西村又把这句话作为最后的一笔写入了记述旧金山媾和的日本外交史中。
西村微妙、冷峻的回答，具有历史启示意义。
但是，这个与宪法第九条风格迥异、被作为最后定调评价写入了外交史的历史性言说，并没有引起世
人关注，也没有成为探寻战后日本战略隐秘的历史藤蔓。
实际上，战后日本有很多未曾大声言说的，被看做“塑造战后日本战略骨骼的政治家”、有战后宰相
之称的吉田茂，眺望着战争废墟时在心中就反复默念着：一定要让日本变军事战败为外交战胜。
值得注意的是，战后日本国家安全保障问题，至今仍包裹着重重的战略、历史迷雾，光影交错，扑朔
迷离。
虽然，宪法第九条作为和平主义条款被写入战后宪法，但是，国家安全保障与再军备问题，却是战后
日本政治最大的争论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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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战后日本在国家安全战略的再构筑中，保持了许多贯穿近代历史的战略持守，也实施了诸多以策略掩
护战略的水下操作。
在扑朔迷离、光影交错的历史表象背后，实际上隐匿着种种未曾大声言说的鲜为人知的战略诉求。
对内依靠皇国体制，对外依靠日美同盟，军事力量构筑寻求策略化发展，不仅构成《国防基本方针》
的三大战略支柱，也成为战后日本国家安全的战略性、思想性、体制性原点。
    本书通过历史的实证考察揭去日本战略的神秘面纱，以历史的真实还原战略的真实，在精神、文化
与战略层面透视了战后日本不随形变的战略“骨骼”与“帝国精髓”，揭示了日本独特的民族战略方
式，为解读战后日本现实与战略走向提供了一把密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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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摘录

第一章 战后日本国家安全战略第一大历史原点：保存国体当褐色的蘑菇云在岛国日本的一端升腾的时
候，日本这个在对外侵略战争中开始近代化急行军的民族终于迎来了战败的时刻。
战败之际，日本究竟做出了怎样的战略选择，究竟把什么作为超越战败的战略支柱，这具有重要的战
略与历史观察价值。
因为一个民族在重要历史关头的重大选择与行为，往往会凸现这一民族独特的战略方式。
第一节 战败与“保存国体”一、“近卫奏折”与“保存国体”1945年初，随着日本侵略军在南太平洋
战场上节节败退，美军远程轰炸机已经开始从马里亚纳群岛起飞对日本本岛进行轰炸了，战败的阴影
已经笼罩了整个日本。
但是，面对日益恶化的战局，日本军部仍然痴迷于军事决战，甚至提出了孤注一掷的“本土决战”的
主张①。
这使得作为日本最高统治者的天皇十分焦虑、不安，为了寻求新的战略转机，天皇把目光转向了在政
治上具有特殊影响力的重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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后记

本书是我围绕战后日本国家安全战略研究出版的第二部专著。
九年前的同一个季节，新华出版社出版了我的第一部专著《战后日本国家安全战略》，该书于2002年
获得了天津市第八届优秀社会科学成果奖。
而《战后日本国家安全战略的历史原点》这本书是在我博士论文的基础上修改完成的。
实际上，是对培养自己走上学术人生的南开大学日本研究院的回报。
在书即将付梓之际，我内心充满了对恩师米庆余教授数年培养的感谢，他思想的睿智、文笔的犀利和
胸怀的坦荡，给我以无穷无尽的启迪。
我还要感谢南开大学日本研究院的杨栋梁教授、王振锁教授、李卓教授、赵德宇教授、宋志勇教授、
天津社科院的张健教授，多年来他们在为人治学上，也给我以很多教诲、提携。
在南开读博期间，承蒙选派赴日本立教大学留学一年，这使我得以遍访东京著名大学、图书馆，广泛
收集研究资料。
在日期间，早稻田大学名誉教授依田意家亲自帮我办理了早稻田大学的图书证，并邀我参加由他主持
的为期一年的中日近代化比较研究会。
本人在立教大学的指导老师李钟元教授，以严谨的治学给我以诸多教益。
立教大学的五十岚晓郎教授、高原明升教授，早稻田大学的天儿慧教授，他们也给予我诸多的学术指
点，在此我一并致谢。
本书得以出版，还要感谢军事交通学院各位首长和各位同仁，感谢学院科研基金的出版资助。
没有他们的帮助，就没有我事业的今天。
我在学院已经度过了二十三载的执教、研究生涯，我熟悉它的每一寸土地、每一座建筑楼宇。
今天，这里充满朝气，充满艰苦拼搏、奋力向上的精神力量。
建设者、规划者的高瞻远瞩、远见卓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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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战后日本国家安全战略的历史原点》：新华国际政治精品文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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